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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从人类政治文明宏观视角，突破阶级本位和民族本位思维路径，以人类本位
为基本思路分析论述西方法治主义传统的形成条件、进程及可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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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属于政治文明范畴，一般与人治对立。但二者的体制性区别，不在于是否有法律、法
制，而在于是否遵循贯彻法治主义精神。从世界文明史说，法治主义的理性精神起源、发
展于西方，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不断完善。笔者认为，西方是法治主义的先行与持续弘
扬者，其法治主义思想应视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之一，本文试图探讨其可为我用的
借鉴价值。 
一 
西方法治主义精神源远流长。最早形成于古希腊（尤其是雅典）城邦民主共和的政治、法
律制度逐步确立过程中。近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一切国家机关都受法律的约束、法
律权威最高、公民一律平等普遍服从的观念基本形成，在雅典国家立法、司法、执法、守
法实践中都有表现。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其法治主义精神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
之先河，是西方政治文化的灵魂，为后来所有类型的民主和法治政治体系、体制立下了精
神支柱和奠定了基石。 
西方法治主义作为历史文化传统的理论化过程，首先是宗教神权的专横对人性的扼杀、对
人的理性的摧残导致其内部分化，宗教改革运动促发了文艺复兴运动，一大批思想家与世
俗贵族、君主联手从理论和实践上批判、拒斥教会黑暗与教皇专权，努力扩展世俗权力并
以之制约教权。随着启蒙运动的勃兴和世俗权力的扩张，思想家们在批斥教权专制的同
时，对世俗专制也展开了毫不妥协地抨击。孟德斯鸠指出：“在专制国家里，绝无所谓调
节、限制、和解、系件、商谈、谏诤这些东西”，“人就是一个生物服从另一个发出意志
的生物”，“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就是本能、服从与惩罚。”(孟德斯鸠：《论法的精
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页)因此，为了人的尊严和幸福，争取人权成为
那个时代社会进步的主题，而尊重和保障人权就要进行权力结构改革，消除现实专制主
义、人治体制下政治法律制度蔑视人权的障碍。为此，思想家们建构了体现法治主义精神
的理论，认为保障人权最现实可行的途径是通过废除专制而限制权力，限制权力的最有效
方法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制约权力的那个权力只能是体现人民民主意志的法治主义的
法律权力，因为只有它具有最普遍最强大的控制力和道德基础。作为治国模式就是“法律
最高权威统治”，亦即法治主义国家治理模式。 
二 
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西方法治主义思想理论与实践给我们以诸多启示：一是其理
论作为“批判的武器”参与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推翻封建专制的一系列社会革命，建立了民
主共和制的法治国家。二是在法治主义指引下建立了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和法治社会，形
成了法治化的经济政治体制，确立并严格实行了三项基本原则。 
其一，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这项原则旨在实施、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法律权威性治理。



这项原则在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充分体现了启蒙思想家的理论精髓。《宣言》
在序言中宣告：“组成国民会议的法兰西人民的代表们，考虑到对人权的无知、忘却或者
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现在决定在一项庄严的宣言中阐明自然的、不
可让与、神圣的人权，以便这个宣言，经常地向社会团体的所有成员提出来，使他们持续
不断地记着他们的权利和他们的义务；以便立法权的行为和行政权的行为，由于在每一时
刻都能同每一政治制度的目的相对照，从而更加受到尊重；以便公民们的要求，今后建立
在简明的、不可争辩的原则之上，永远有助于维护宪法和保护全体人民的幸福。” 
其二，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这是法治主义的最基本准则。洛克指出：“法
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洛克：《政府
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8页)法律是唯一的最高的现实权力，在法律权威
面前不存在另外的最高权力和特权。法国1793年宪法第4条规定：“法律就是公共意志之
自由而庄严的表现；它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实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美国1
787年宪法第2条第一款第七分款对于总统权力与法律权力的关系所作的规定是：“总统于
执行职务前，应作下列之宣誓或代宣誓之宣言：‘余誓以忠诚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尽
余能力以维护、遵守、保卫合众国的宪法’”。 
其三，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这是西方政治思想家为其理想的法治国家设计的贯彻法治主
义精神的政治结构框架和保障机制。在西方国家，离开这一原则，就没有资本主义民主、
宪政和法治。分权是实行宪法政治，以法律最高权威权力保障法治国家大厦稳固的前提。
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超出法国自身政治的考虑，具有法治主义真谛的普遍主义价
值提示。1787年美国宪法确立了在西方堪称典例的三权分立政制。该宪法第1条第一款规
定：“本宪法所授予的立法权，均属于参议院和众议院所组成的合众国国会。”第2条第一
款第一分款规定：“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第3条第一款规定：“合众国的司法
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制定与设立的下级法院。……” 
三 
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西方是法治主义思想和制度的先行者、长期坚持实践
者，对其历史贡献和借鉴价值本文提出以下见解。[中国第一将军县红安，两百个将军同一
故乡。Http://Www.Hawh.Gov.Cn] 
其一，法治主义思想和制度建构，是人类政治文明从人治到法治的必由之路，是世界近代
以来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政治价值目标，也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宏大事业。西方社会是私
有制社会，但法治主义思想和实践不能以所有制的性质来衡量，而应透过其理性主义精神
实质，确认西方社会作为法治主义思想和制度化实践的先行者，其经验和教训都为人类政
治文明共同精神财富作出了特殊贡献，从中汲取可为我用的有益成分。 
其二，西方法治主义的法治不仅推动了欧洲挣脱中世纪神权政治与世俗政治权威和桎梏，
而且主要通过对商品经济发达和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保护，促进了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前
进式发展”进程，这一进程由可靠的法律制度和依法行政的行政管理制度加以保护和保
障。从西方社会由封建化转变为资本主义与市场化、现代化同步而言,事实上,法治主义的法
治治理为其提供了动力性的政治保障,充当了保护神和推进器的双重角色。作为人类政治文
明建设的基本经验,应深刻领悟,勇于吸取。 
其三，法治主义营造出一个法治社会，从而消除几百年来宗教专横、封建专制状态下国民
忧虑不安的心态和各方面的不安全感。因为，在法治社会里，人们的一切事情，在法律治
理边界内，都是有秩序的、相对稳定的、向前发展着的，前景可预见的，人们可以在法律
允许和不禁止的范围内享有充分的自由，在精神上是独立自主的。作为理想图景，现实生
活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景观并非美满，由于人性的缺陷和私有制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拘
限，理想图景的描绘不可避免地会有瑕疵。但法治主义理想图景作为设计图本身是没有问
题的，我们借鉴其法治主义思想和制度设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自由全面发展着的人
为本，依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结构有利于克服人性缺陷的制度优势，引导人们更
多地向善，将西方法治主义传统中国化。 
（本文作者：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生；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宁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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